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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所说的国家的集中制，马克思叫中央集权制，恩格斯叫单一制，我国学界也叫单一制，它是国家结构两种形式中的一

种。所谓国家结构，根据我国辞书和宪法学专著的解释，是指国家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它的基本形式有两种，即单一

制（集中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是先有整体，后有组成部分，组成部分的权力是整体给的，组成部分和整体之间只有一种关

系，即部分服从整体，也就是地方服从中央。联邦制国家的情况不同，是先有组成部分，后有整体，联邦成员在结成联邦之前，已

经是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只是为了共同御敌或者谋求共同发展，才结成了联邦。因此，联邦中央的权力是联邦成员分给的，联邦

成员分出了一部分权力，保留了一部分权力，这些都在联邦宪法中固定下来。例如，在德国这个联邦制国家，教育管理权没有交给

中央，中央就不管教育，是各州自己管理教育。对联邦制国家来说，组成部分和整体各自行使属于自己的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而是权限不同的中央之间的关系。 

列宁把集权型的国家结构形式称为集中制，经历了一个过程。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中，马克思最早谈到国家结构形式问题。18

48年6月，他在评论法兰克福激进社会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时指出：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

封建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会迫使德国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把联邦制确定为德国的国家结构是不可思议的。[1]马克思

在这里把集权型的国家结构形式称为中央集权制，他还使用了“国家结构”一词，这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次使用“国家结构”

这个词，只不过1958年出版的中文第1版第5卷在翻译该词时，没有使用宪法学术语，把它译成了“国家组织”。1891年，恩格斯在

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爱尔福特纲领时，结合欧洲几个国家的国情，详尽地论述了这些国家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应有的取向，

他在谈到集权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时，把它称为单一制。[2]列宁最早谈到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是1903年评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

联合会的纲领的时候，当时他说：“应当从纲领中删去成立联邦制的共和国的要求，只提出成立一般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只有

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才能提出并积极支持建立新的阶级国家或者用比较松散的联邦制的统一代替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

等等要求。”[3]列宁在这里谈到集权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时，没有使用专门的术语，而是使用了解释性的说法：“一般民主共和

国”、“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完全统一”。这说明，列宁当时还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1913年10—12月，列宁在《关

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和给邵武勉的信中，再次谈到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在第1个文件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联邦

制和分权制的，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马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

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

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决不能忘

记，我们维护集中制只是维护民主集中制。”[4]列宁在这里把反对联邦制、维护中央集权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表

明他已经看到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知道了马克思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列宁还示意“中央集权制即集中制”，通过

这种方式告诉读者，“中央集权制”是马克思的叫法，他自己叫“集中制”，但针对有些人偏见太深，一听见“集中”、“集权”

就联想到专横，列宁特意把他的“集中制”称为“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紧接着就解释说：我们这里人们总是把集中制同专横

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其实我们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就表现在它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具有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条

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在第2个文件中，列宁重申了他在第1个文件中的

思想。他说：中央集权完全不排斥地方“自由”。我们无条件地拥护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联邦制。[5] 1917年8、9月间，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一书第4章第4节中，详细引证了恩格斯在1891年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所作的论述。列宁在介

绍恩格斯的观点时，对集权型的国家结构形式同时使用两种叫法，即“单一制”和“集中制”，表示前者是恩格斯的叫法，后者是

他自己的叫法，并说他所说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他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

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恩格斯虽然承认在英国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但“他丝毫

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列宁重申

了他对“民主”所作的解释，说“民主”是指在集中制度下有广泛的地方自治。他说：“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

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

令’。”“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6]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介绍恩格斯的论述时，使用了

“国家结构”一词[7]，其中“结构”一词的俄文原文和《列宁全集》德文版中的德文译文，跟马克思1848年所说的“结构”一词

的德文原文和俄文译文是一致的。  

以上就是列宁在谈到集权型国家结构形式的时候，最终称它为“集中制”的全过程。  



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主张集中制，认为它符合世界发展的走向。但一个国家在成立的时候采取什么结构形式，最终还是要根

据国情。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历来主张未来的俄国实行集中制，但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以后，沙俄境内原来备

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纷纷觉醒，在1917到1921的几年间先后建立了60多个民族国家和民族自治实体，同时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它们

一方面要求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无法单独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才改变初衷，在俄

国建立了联邦制国家—苏联。美国采用联邦制的情况又不同于苏联，它跟民族因素无关，是由地区因素造成的。美国原来是13个

州，独立以前受宗主国英国统治，独立之后，它们成为13个各自为政的政治实体。联邦制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中

国从秦朝起就开始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地方分权的分封制，两千多年来，除个别时期处于分裂状态外，国家一直统一集中，

各个地方不是自主的邦，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比较紧密。新中国成立后，经各方面民主协商，继续采用了集权型的国家结构形式

（单一制，集中制），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每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结构形式，都是由自己的国情决定的。  

列宁所说的国家的集中制是国家的一种结构形式，集中制的理念是“部分服从整体”。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7—48页。  

[2]. 同上，第22卷第275—277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89、218页。  

[4]. 同上，第24卷第148—149页。  

[5]. 同上，第46卷第378—379页。  

[6]. 同上，第31卷第68—70页。  

[7].  同上，第31卷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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